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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 我国的先民在仰韶时期（公元前 #""" 年4公元前 &""" 年），就利用小口尖底瓮保温发

酵酿制谷芽酒，并在该容器内澄清、饮用。到了大汶口时期（公元前 /&"" 年4公元前 !/"" 年），酿

酒有了较大发展，饮酒之风很盛行，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件酿酒发酵窖器———大口尖底陶尊及多

姿多彩的酒具，表明了酒已具有礼仪功能。这时期谷芽酒的饮用方法已进步到用饮酒器饮用清酒

了。酿酒技术及酒文化已由黄河下游扩展到淮河流域。（陶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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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谷芽酒的酿造及其演进

&)% 仰韶文化时期的谷芽酒

黄河流域的气候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不同，雨量非

常充沛，现有研究表明，相当于今日长江流域，甚至于相

当于南方的雨量，因而常常泛滥成灾，大禹就曾治水 %&
年而立大功，而得天下，开国曰夏。大雨过后，窖存的谷

物，常常浸水，吸水的粟或黍借地温而发芽，活化了其中

的淀粉酶，使淀粉变成糖与窖中水融合，在酵母的作用

下就变成酒，称之为自然酒。先人饮用这种酒的历史，在

《礼记·礼运篇》有“!"#$%”的记载。即用双手捧起

坑中积存的天然谷芽酒情景的描述。我们应把这原始先

人饮天然酒的经历看作史料，并经过现代考古者对遗址

的发掘，出土了先人开发的制谷芽坑及酿酒器皿，并从

甲骨文中读到谷芽以及有关卜辞相关事项。会使我们了

解到最早的酿造概况。

当先民发现谷芽煮熟之后就成为具有甜味的特殊

风味的食物，就会特意创出了前述（《史前文化时期的酿

酒（一）》中）图 & 的发芽坑，于是发芽就成为一种谷物的

加工方法。剩余的谷芽粥或谷芽饭，放置一段时间就会

发酵产生酒精，放出芳香气味，尝之味美，于是模拟仿

制，并为了防止酸败，将其装入（《史前文化时期的酿酒

（一）》中）图 / 的小口尖底瓮中，保温发酵。

谷芽的淀粉酶以 &" 7发芽者含量最多，约为 !! 7
发芽者的 ! 倍。用气温低所制之谷芽酿酒，虽然因气温

低而不易酸败，但是酒精含量低而味薄，夏季发芽的谷

芽易于污染霉菌，但可以得到酒精含量较高的酒，同时

为了充分发挥淀粉酶的糖化作用，起码也要达到夏季的

气温。因此寒冷季节就需要保温，将小口尖底瓮下部埋

入土中以利保温，这点由出土的小口尖底瓮下部有草泥

覆着的痕迹得以证明。夏天为了获得理想温度可以泼水



以消除由于发酵所产生的热，这样保持一定的发酵温

度，谷芽中的淀粉酶即可进行糖化，并借助于混入酵母

的酒精发酵作用，生成一定量的酒精而成酒。通过生产

谷芽酒所剩下的谷芽进行日晒干燥，以保存谷芽中的淀

粉酶，贮存起来备用。在下次制酒时，将干燥的谷芽装入

小口尖底瓮中，加入温水，进行保温发酵即可。在同一容

器内进行制醪发酵、澄清、饮用，是用小口尖底瓮生产谷

芽酒的最早形式，也就是我国仰韶文化时期母系氏族社

会一种共饮的方法。

另外，谷芽的制备必然很快脱离灰坑制备方式，将

粟或大麦浸于盆中，倾去水，上铺盖黍秸，利用日晒保

温，每天浸水一次，沥去多余水，进行补充水分，促进谷

芽生长，覆盖黍秸之类进行保温，使之充分发芽使用。残

余麦芽晒干，保存备用。

小口尖底瓮出土的同时常有酒器等随葬出现。如陕

西临潼县姜寨，出土的鱼纹葫芦瓶!图 "#!"$$就是一种盛

酒用典型平底瓶。器身瘦长，小平底，造形类似一只葫

芦。腹部两侧各附一耳。通高 %& ’(，口径 )*+ ’(，底径

,*+ ’(。口部遍涂黑彩，颈以下用黑彩绘有鸟纹和鱼纹组

合图。腹部两面，各绘上、下两组鸟纹。在姜寨就有类似

的平底瓶 ""- 件。陕西邠县下孟村遗址出土的!图 "#!%$$
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平底瓶。图 "#!)$和图 "#!-$分别

是庙底沟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双耳平底瓶和无双耳的

小口平底瓶，其出土量都不算少。河北蔚县三关庄窠遗

址出土的双耳小口平底瓶!图 "#!+$$，都属庙底沟类型的

器物。郑州大河村出土的双联壶，器形甚为别致，两壶并

列，腹部相连处有一椭圆形口相连，两壶外侧各附一耳。

口径 ,*+ ’(，通高 %# ’(!图 "#!,$$。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

出土的船形彩陶壶，口径 -*+ ’(，通高 "+*, ’(，宽 %-*&
’(!图 "#!.$$，都是异形壶类。这些器物大都有双耳，既便

于把握，也可穿绳携带，既可盛酒用，又可作饮酒用，使

用起来非常方便。这些酒器的出土说明可以将发酵好的

谷芽酒进行过滤，获得饮用清酒。后来由于制备谷芽和

发酵技术的提高，会将粟或黍煮成粥，加入谷芽!或大麦

芽 $进行糖化，酒 精 发 酵 ，这 样 就 提 高 了 酒 的 浓 度 和 产

量，更适合于通过酒器饮用的方式。殷代已有大麦的栽

培，使用大麦芽!当时称作蘖$糖化黍米制备麦芽酒!当时

称之为醴$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从上面所述谷芽酒的生产经过，可以总结出它的工

艺流程如下：

水

!
粟米!或黍米$"陶甑!或鼎$"煮沸成粥"移入小口尖底瓮"

稍冷"保温"糖化"降温"酒精发酵"谷芽酒"过滤"清液"
装瓶 # # !

谷芽"磨碎 野生酵母 渣滓

用现代酿造科学剖析这种古代谷芽酒的生产技术，

可以说谷芽是糖化剂、粟米或黍米是糖化基质，糖化生

成物是发酵糖，在野生酵母的作用下进行酒精发酵生成

酒精而成为谷芽酒。整个过程中主要的生化反应只包括

糖化及酒精发酵，最忌讳发生的是产酸微生物的繁殖，

因为它会使酒酸败。糖化温度如果控制在 -+/+# 0之

间，可以控制产酸菌的繁殖，为了使酵母增殖，温度控制

在 )# 0左右的条件是必要的。这样的温度就会使产酸

菌滋长，增大了酸败的可能性。产酸菌的繁殖是在氧存

在的条件下进行，所以使用小口尖底瓮进行发酵就可以

防止酸败酒的发生，但是也不宜完全断绝空气的进入，

因为酵母的生长也需要一部分氧的。所以古人很聪明地

使用小口尖底瓮。而未曾采用如《庙底沟三里桥》报告中

称之为圆底罐，因为这种开放式大口缸和空气接触，会

增大谷芽酒酸败的可能性，而且保温也就很困难，难以

保证谷芽酒的安全生产。所以说小口尖底瓮是当时生产

谷芽酒的重要保证。已如前述，古巴比仑及埃及制备谷

芽酒和葡萄酒，同样也使用小口尖底瓮的道理一样。

)*% 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酿酒

图 "# 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几种酒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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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%! 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

图 %%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酒具

（%）背壶 （!）白陶!

（&）陶盉 （.）黑陶高柄杯

大汶口文化是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除仰韶文化

和龙山文化之外，存在着的另一个考古文化［!.］。它主要

分布在山东和苏北的大部分地区，并发展到皖北和豫东

一带。它是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原始社会过渡、以

至氏族解体的不同发展阶段。大汶口文化的年代至少经

历公元前 .&"" 年/公元前 !."" 年约 !""" 多年的发展

过程。其遗址不下百所。发现了大约相继 !""" 年的部落

群及墓葬。大汶口文化是以粟为主粮的农耕社会，其后

期的农业、粟耕作继续发展，并有较多的剩余，仍以窖藏

方式加以贮存。胶县二里河发现一处不足 0 1! 的接近

圆形地穴或贮粮窖，其中有容积约 &)# 1&，加工精细的

窖穴，内贮 %)! 1& 炭化粟粒。据所算合新粟 %#""/!"""
23。当时已有了稻作，通过对尉迟寺采样进行植物硅酸

体的分析［!#］，判明当时确已存在着水稻的栽培。但是它

的栽培和粟、黍相比较或和长江流域相比较，其生产量

太小，是不会用来生产酒的。粮食的剩余，促进了酿酒的

发展，酒器明显增加。许多墓地随葬有配套成组的酒器，

有的墓内仅高柄杯一类就有 00 件之多，大墓中还出土

了酿酒用的发酵容器———大口尖底陶尊。陶器中酒器的

增多说明酿酒刺激了制陶业的发展，当时已使用了快轮

技术，保证了批量生产的饮酒器。还出土了轮制小鼎、小

罐，并且随后用来制作大件陶器，如大朱村、陵阳河等墓

葬出土大口尖底陶尊，它是所有陶器中最大重器。大汶

口发现了一座结构较先进的横穴窖，能烧制出质地细腻

的青灰陶、灰白陶器，质地坚硬的白陶、黄陶器。并出现

了大量几乎每个墓地都有的背壶*图 %%*%--，图中背壶是

建新遗址出土，器形规整，典型，据此可以基本看到背壶

的全貌。这件陶背壶口径 0 41，高 %5)# 41，泥质灰陶，两

侧塑有两个系耳，壶腹近半圆形，鼓腹一侧中部捏塑一

个尖状小纽，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特有的水器，也可贮酒。

白陶!*图 %%*!--是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出

土，高 &6 41，夹砂白陶质，喇叭形口，上仰的流，颇像一

支引颈高歌的俊鸟，是用来温酒的器具，它发源于山东

和苏北一带，是具有特色的典型器物。现常出现于大汶

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、地层、房子遗迹以及陶器中，出现

频率很高，数量很大，是普通使用的一种温酒器，并传到

江浙赣粤和河南地区，最早出现的是实心足，器形矮胖、

颈短，逐渐向口斜直，器形变高，出现了流口，器足变为

空心，而且体形也变大，如图所示，到大汶口晚期已很成

熟，成为色泽纯正，质地坚硬，气质优美的作品。图 %%*&-
是典型的陶器，同样是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。彩

绘陶是陶坯入窑烧成后，在器的表面上进行绘画，而彩

陶却是在陶坯上绘画后入窑烧成的器物，彩绘陶在短期

内色泽鲜艳美丽，但容易磨损褪色，其出土量大于彩陶

而能保存至今，实属难能可贵。陶盉是由陶!演进而来

的酒水类盛器。器形的特点是将口与流彻底分开，使用

更加实用方便。图 %%*.-是黑陶高柄杯，胶县三里河出

土。口径 $). 41，高 !& 41，为细泥黑陶，由杯身、杯部及

底座 & 部分组成，杯口微侈，杯身为束腰形，有数道弦

纹。杯身下部有一折棱，柄部是雕透镂空的长橄榄形，有

圆孔形，锲形，小雨点形漏孔各一排，相间排列，底座棱

形，圈足。高柄杯是饮酒器，厚胎的使用普通，出土很多，

属于实用性礼器。在公元前 &""" 年以后，又烧制了一种

造型轻巧、装饰精致的饮酒器———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

*图 %!-，成为龙山文化的旷世代表作。陶器精品的生产

说明了制陶技术的进步，也说明上层社会的需求，而普

通日用的陶器却流向民间，陶器中的酒器的发展尤为明

显，说明饮酒之风很盛。如此制陶业已完全由农业的副

业转为专业。

在大汶口后期，墓葬已充分表现出大、中、小型墓葬

的差别，随着墓葬的大小，其随葬品就有了多少和品种

的不同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体形粗大的大口尖底陶

尊。在考古文章中被称作“大口尊”。它只出现在大墓而



图 !" 大口尖底陶尊上

的图像拓本

图 !# 大口尖底陶尊$莒
县陵阳河 !" 号墓出土%

图 !& 滤酒漏缸$山东莒县陵阳河 !" 号墓出土%

图 !’ 嘉祥县汉代画像石上滤酒情景

且数量很少。大口尖底陶尊是一种形态较大的生产谷芽

酒的发酵容器，它是从仰韶文化时期酿造谷芽酒的小口

尖底瓮演进而来的大型酒器，在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刘

林，大墩子墓地已发现了它，数量极少，仅限于大墓才有

出土。一般随葬陶器的通高多在 () *+ 以下，而大口尖

底陶尊却在 ,) *+ 以上，相形之下，显得非常出众。莒县

杭头遗址［(#］出土的大口尖底陶尊型制较小，如图 !- 所

示，. 型，只 ! 件，为夹砂红陶，直口，平折沿，方唇，深

腹，尖底。腹饰细篮纹，腹部阴刻形“斤”图像$图 !,%，下

部有两道凸弦纹。口径 -&/0 *+，颈径 -, *+，高 ,-/0 *+，

壁厚 )/" *+。

另外，早在江苏北部新沂市的花厅遗址［("］就出土了

大口尖底陶尊和一些酒器，如酿酒用的大口尖底陶尊、

温酒器袋足!、调酒器盉等。这口大口尖底陶尊的型制

与上述大口尖底陶尊都是大汶口早期的产物，大口腹

深，体短$图 !0%。

莒县陵阳河遗址［(&］和大朱村遗址［(’］在鲁东南地区

中以酿酒最盛，出土酒器最多，私有制形成，优胜劣汰分

明，出现强盛氏族部落而有名的。

陵阳河［(&］,0 座墓葬可能是分属于 , 个家族，大、中

型墓比较集中，最大墓室长 ,/0 +，宽 -/& +，面积 !" +(

多，有木椁，随葬品包括不少玉器共 ()# 件。第 !’ 号墓

的墓为一男性，可能是一军事头领，因头部有一精致的

武器石钺，石侧还有一陶号角，足端置有一刻有“图像”

的大口尖底陶尊［-)］，还有不少随葬陶器。!! 号墓的墓室

较大，随葬陶器 !0" 件，其他质料的器物两件，猪下骨

-- 件，总计 !’( 件。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大口尖底陶尊

一件$图 !#%，陶尊颈部刻有图像$图 !"%，系真砂粗陶，方

唇，斜折沿，壁略直，腹变圆，下部饰两道凸弦纹，小尖

底，器底附一小圈足，足径 0/0 *+。陶尊口径 ,- *+，通高

0) *+，体壁厚重，腹下部和腹上部颜色不同，腹上部色

深黑，腹下部灰白，说明该陶尊埋入土中部分使腹下部

分而褪色。出土时陶尊内壁有水锈状沉淀物，可能是发

酵时酵母的菌体。另外还有滤酒用陶缸$图 !&%放置在一

边。滤酒缸呈花盆形，系夹粗砂褐陶质，口径 0" *+，高

,( *+，底径 0! *+，直口内凸，唇沿饰一凹弦纹。唇内侧

饰数周凹弦纹。平底，底部中央有一个 !) *+ 的小孔，是

最早过滤谷芽酒的工具，至今山东莒县、诸城一带山区

的农民还在保留着用厚壁缸打孔过滤米酒或酱油的习

惯。用这种滤酒缸滤酒的情况，在汉代画像石上出现过

$图 !’%。说明谷芽酒的饮用方法已进步到用饮酒器饮用

清酒了。

!" 号墓出土的陶器中还有陶鼎 0 件、罐 ’ 件、壶两

件、豆 , 件、接酒盆 - 件、瓶形贮酒尊一件。饮酒具有单

耳环者 !# 件，厚胎及薄胎镂空高柄杯 &- 件，加上上述

大口尖底陶尊，可以说这是一组成套的酿酒器。

!’"’1!’&0 年间，先后在大朱村清理了共 -0 座墓，

图 !, 大口尖底陶尊上的图像图 !- 莒县杭头遗址出土

的大口尖底陶尊

图 !0 花厅北区墓地出土的大汶口陶器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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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!! 陵阳河遗址出土的

大口尖底陶尊

图 !& 大口尖底陶尊上

的图像柘本

图 !% 大朱村遗址出土的大口尖

底陶尊

也有大、中、小型墓之分，随葬品在百件以上的有 ! 座，

./ 号大墓有木质葬具，随葬了 %&& 件陶器和 %$ 件财富

象征的猪下颌骨显示其富豪。陶器中居然有两件高贵的

大口尖底陶尊放在死者的上身左侧，分置于一件彩绘大

陶盆的两旁，这似乎是有意识摆在一起的。还有成组的

薄胎高柄杯，带盖厚胎高柄杯，白陶壶、陶!高柄杯等，

可能是酿酒专业的墓主。另一 0 号墓的随葬品 %0% 件、

陶器 %&$ 件，包括白陶高柄杯、黑陶高柄杯和高 1" 23
的酿酒用大口尖底陶尊。此外，!1 号墓也有木椁，墓主

为成年男性，头骨反转，随葬品量不多，由于有钺与骨

筒，有陶号角和大口尖底陶尊和 #" 多件陶器。包括饮酒

具，这墓主的身份无疑也是军事头领或家族长。这些都

说明富户相当集中，家族之间分化很明显，满坑成排的

酒器和大口尖底陶尊，反映了由首领、族长、军事头领及

其家族所构成上层社会，其饮酒之风很盛。

在山东东南地区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所占酒器的

比例虽多有不同，总的说来还是不少。从质地上讲还有

白陶、黑陶之别，这说明已远离母系氏族社会仅以红陶

为主的简单酒器阶段。饮酒器己开始专用化，出现了一

些新器形，如背壶、陶!、陶盉、陶觚、大口尖底陶尊等，

各种色彩、镂空的高柄杯等。仅从莒县大朱村墓地所出

土陶器*图 !"-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酒器呈现出多姿多彩

的景像，耀眼的彩绘酒器不仅炫耀富豪，而且也是生活

的艺术化，发挥着礼仪功能的特殊作用。

大朱村遗址出口的大口尖底陶尊*图 !%-。%4$4 年出

土于山东莒县大朱村遗址，大汶口文化。山东省文物考

古研究所收藏。口径 &!)1 23，高 1$)# 23，为夹砂灰陶

质，器壁较厚重；大口，方唇，钭折沿，壁略直，腹深圆，下

部饰两道凸弦纹，尖底，

颈部刻饰周凹弦纹，器

底附一小图足，足径 #)#
23，器表及底部均饰篮

纹，上腹刻绘有“享”字

形酒神图像。

大 尊 颈 部 刻 绘 的

“享”字，据考证可能为

酒神图像。《说文》“享”

献也，从高者。曰，象进熟物形。《孝绛》曰：祭则鬼享之。

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载：“民不和神天享矣”。另外，《潜夫

论·巫列》还载：“鬼神乃享，鬼神受享”。而《诗·商颂·列

祖》载：“笺去，享谓献酒使神享之也”。由此可见，享字，

其真正用意就是祈祷神灵保佑，多出酒，出好酒，然而，

最初山酒神图像文字演变而成的“享”字，以后便成了祭

祀一切鬼神的通称。

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大口尖底陶尊*图 !!-。大汶口

文化晚期的酿酒器物，距今约 0#"" 年。中国历史博物馆

保藏，高 #4)# 23，口径 &" 23。口大、腹深尖底。胎质为夹

砂陶，较粗糙。外表呈灰色，遍饰篮纹。腹的上部刻画象

*图 !&-，为“圆圆的太阳，下部是相连的山峰，中间是一

弯新月”。这口大口尖底陶尊也是大墓出土，说明一般氏

族成员是不能具有这种酿酒用的重器，肯定是具有一定

身份和地位的头领所有。凡出土大口尖底陶尊的墓葬都

随葬丰富的温酒器、斟酒用!、盉和饮酒用的多种高柄

杯。这些杯都会密密麻麻地在墓主的身上，大口尖底陶

尊会在其侧或头前。一般饮酒器会占出土陶器的 % 5 ! 以

上。

另外，大口尖底陶尊上几乎全部都刻有似“字”形的

图像，多以单体刻在陶尊外壁上腹部位置，也有少数刻

在接近底部，或者将二者图像刻在同一陶尊的上腹两

侧。这些图像被一些文字学家所重视，认为是甲骨文字

出现前的“陶文”。引起广泛研究6&%，&!7。实际酒在当时主要

用于祭祖、祭祀、祈祷等神事和庆典等重大活动中，更为

巫士所采乐用；此外为上层人物所享用。生产酒的生化

反应过程很自然地被当时信鬼神的先民感到非常神秘，

认为必有神在造作，被看作是神的恩赐，恭请神能大显

神通，做出多而好的酒来，把这大口尖底陶尊视为神物。

这点可以为人所理解。甲骨文的卜辞中出现的“酋年”等

%8&)薄 胎 高 柄 杯 0)觚 #，1)背 壶 $，%0，%1)单 耳 壶 9，4)小 罐

%"，%%)! %!) 三 耳 杯 %&) 单 耳 罐 %#，%4) 豆 %$) 盉 %9) 飌

!")单耳钵 !%)盆 !!)鼎 !&)大口尊

图 !" 莒县大朱村墓地随葬陶器



图 !" 大汶口文化大口瓮

图 !# 大汶口文化大口瓮

$%& 型大口尖底瓮（’(")!#） !%& 型大口尖底瓮（’$()*） *%
+ 型大口尖底瓮（’**)$） (%, 型大口尖底瓮（’*-)#*） #%&
型大口尖底瓮（./()$） "%0 型大口尖底瓮（1(!!$!)$） -%0
型大口尖底瓮（’(!)$2）

图 !( 鲁东同地区出土的大口尖底陶尊图像拓本

卜辞上就是祈求酿酒成功的明证。这种酿酒的祈祷到北

魏《齐民要术·造神曲并酒》中所记载，设置“曲人”、“曲

王”以及朗读祝曲文，依然充分表现出来。另外在陶尊上

涂抹红色以示吉利或神圣是很自然的事。汉代出土的酒

缸上还有涂红色、书写红色文字的习惯，也是一脉相承

的。

另外，在大口尖底陶尊上所刻图像有完全相同或相

似的符号出现于两个或多个遗址，近的相距数 $3 45，

较远的 $33 45，最远的相距 $333 45 以上。迄今为止在

鲁东南地区已发现 $- 种不同的图像，共 !3 多件标本

6图 !(7。近年又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发现了 " 种，其中有

与陵阳河图形相同的如图 !( 所示。图中 #，" 由日、月、

山或由日、火组成的，见于山东诸城前寨、莒县陵阳河、

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地。图 !( 中 $3，锛形，见于

陵阳河，杭头，图 !( 中 (，$$，被认为属于同一大类，见

于陵阳河、大朱村、尧王城、尉迟寺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大

口尖底陶尊或其碎片的图像，都可以看到谷芽酒酿造分

布之广和谷芽酒生产技术传播的途径。很可能是以莒县

文化为中心，逐步向南辐射，经苏北沿淮河至安徽蒙城，

向西则近些。看来，大口尖底陶尊的分布虽然很广，但是

只出土于大墓，说明酒的生产掌握在上层社会富豪权势

的手中。这也是很自然的事。

*%* 从皖北蒙城尉迟寺遗址看谷芽酒的兴起

皖北区泛指安徽省境内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，其西

部和南部与河南省接壤，东北部与山东省的鲁西南北地

区相邻，东部靠江苏省的苏北地区，因此处于与江苏、山

东、河南三省交界地带，地处华北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

渡地带所形成的冲积平原的一部分。尉迟寺遗址所在地

蒙城县位于淮北平原中南部，东邻怀运县，西临利辛县、

涡阳县，南接风台县。蒙城县历史悠久，新石器时代人类

已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因此尉迟寺是皖北地区发现最多新

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。遗址位于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

东 $#3 5。经钻探和控探沟实测，遗址现存面积约 $3 万

5! 左右，东西长约 *-3 5，南北宽约 !#3 5。相传是为纪

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屯兵于此而建，故称“尉迟寺”。

尉迟寺遗址在时间上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

或偏早。是该地区保存较好，堆积丰富，比较典型含有大

汶口文化因素的遗存。从 $2829$22# 年 2 次［**］发掘文

物，证明遗址文化内含丰富而特点清晰。

近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［*(］出土的陶器 (23 件

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大口尖底陶尊 - 件，考古学家们将

其分为 &0,+ 四型。其胎质多属夹砂红陶、灰陶、灰黑陶

等，轮制，通体篮纹，图 !# 所示。

另外，从尉迟寺墓葬出土了大口尖底陶尊 $! 件。尖

唇或圆唇，壁斜直。其中原件 " 件，碎片 " 件。分为 &，0
两型，兹将其中原件 " 件的型制示之于图 !"。

这些酿酒用大口尖底陶尊的出土还发现于幼儿的

埋葬，有时还在祭祀坑中发现，它们大多刻有图像，如

“日、月、山”形象，说明大口尖底陶尊成为神圣的神器。

$9#%大朱村出土 "9$!%陵阳河出土

$%0 型大口尖底瓮（:#$)$）

!%0 型大口尖底瓮（:$22)$）

*%& 型大口尖底瓮（:!$#)$）

(%0 型大口尖底瓮（:$"8)$）

#%& 型大口尖底瓮（:$--)$）

"%& 型大口尖底瓮（:2")!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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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未完，待续）


